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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乡 游笈展佐况调童 
口 刘 琼 英 孙 颖 

(乐山市职业技术学院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 四川 乐山 614000) 
摘耍：该文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乐山市乡村旅游点的调查研究，具体分析了乐山市乡村旅游的现状及其存在的 

问题，井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何促进乐 山市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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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旅游局确定2006年我国旅游宣传主题为“2006中国 体，占游客总数的64．78％。 

乡村游”，并且制定了“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的鲜明 (二)乡村旅游消费状况 
171号。这为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2006年7 1．乡村旅游着到景区乘坐的交通丁具主要以公交车、自驾 

月 12日一18日，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乡村旅游 车、包车为主，『 77．3％，其中，公交车『 38．06％。 

调研小组对乐山市市中区金鹰山庄、松竹山庄、苏稽天和园、夹 2．乡村旅游者在景区停留的时间较短，一般为半天或一 

江凤山村、蛾眉山市清音阁、茶博园、五通桥区王家花园、杨柳 天，两者占游客总数 76．1％。 

镇国家花木科技园等地，采取走访、座谈、问卷等形式进行了深 3．乡村旅游者以闷头客居多．．据调查，第一次乡村游占游 

入的调查。 客总数的24．5％，二次到同一景区的占13．4％，三次到同⋯景 
一

、乐山市乡村旅游的基本情况 区的占27．5％，三次以上到『u]一景区的I 34％。 

(一)游客的基本情况 4．乡村旅游者的出游方式多样化 其中个人单独出行的 

1．乡村旅游者以年轻人和中年人为主。游客年龄 15—24 占11％，与家人同行的占37．6％，与朋友同行的占37．7％，单 

岁的占游客总数的39．3％，25—44岁的占游客总数的32．4％， 位组织的占13．3％。 

45～64岁的占游客总数的16．6％。 5．乡村旅游的人均消费偏低。游客在乡村旅游点的人均 

2．乡村旅游者的文化程度较高，高中、中专及以 I-．文化程 费用在 1O元以下的占25．9％，1O一2()元占47．9％，2O O元 

度的占游客总数的71．66％。 占13．9％，5O—loo元占6．1％，100元以上的占6．2％ 

3．乡村旅游者以商贸人员、工人、离退休人员和学生为主 (三)乡村旅游者对景区的评价 

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归宿。不能以得到多少来衡量政府工作的好坏。同 
时必须明确，土地征用补偿费的目的是解决失地农民现在和今 

后一定时期的基本生活费用，补偿费的归宿最终属于农民，而 

不是其他。 

(2)理顺分配关系，坚持农民得“大头“，据有关资料反映， 

我国目前在土地出让收益分配上，各乡(镇)留成的比例高达 

4JD％一_6o％。仅土地出让收益一项就占到一些市(县)地方财 

政收入的 20％q 0％，占到一些乡(镇)政府预算外收入的 

80％。如果以土地出让成本价为 100，农民只占5％一10％，村 

级经济组织占25％一3O％，县(市)乡(镇)财占到了60％一 

70％ 这样的分配关系和比例，无法体现公平与正义，农民意 

见很：赶。建议在总成本价确定后，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农民 

所得的基数应是总成本价的绝大部分为宜。剩余部分按比例 

在其它部门和组织中进行分配，从而使失地农民的权益得到充 

分的保障。 

f：3)细化补偿内容，差别对待。由于集体土地的使用状态 
不同．．其利益的补偿主体也应有差别。一般来说，补偿主体包 
括直接主体和间接主体，二者应获得共同补偿的内容包括三个 

方面：：一是人均土地份额的补偿费；二是安置补助费或其他安 

置方案；三是社会保险强制保障份额。此外，直接利益主体还 
应获得附着物以及青苗补偿费 集体经济组织的留成部分应 

限制： 补偿总额的5％一1O％。目的是从源头上把目前不正常 

的分配现象颠倒过来。支付形式上在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 
基础上，适当的多样化，可以一次性付给，也可以与农民协商分 
期付给。 

4．健全和完善法定程序 
(1)征地程序与异议程序 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和《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征地程序的规定过 f原则、可操作性不 

强。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增加征地的听证程序，明确听证的相 

关内容，规定征地的公示与公告期，公示公告的条文要简洁明 

确。对“非公益性”开发用地，必须经民众同意，该开发计划方 

可实施。异议程序应明确规定异议受理机关，异议的期限，异 

议的处理程序以及司法终审权等。 
(2)监督机制与监督程序。我阁目前负责监督征地的机构 

是围土资源部或 L地资源管理局，这些机构本身祸于政府部 

门，没有独立性可言，这方面可参考日本和香港的做法，设立专 

门的，独立的仲裁机构或裁决组织，对土地征用实施全程监控， 

并制定明确的监督程序，规定发生争议后如何处理及处理的方 

式。 

(3)处罚制度与收嘲程 。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借口“招商 
引资”，盲目圈地，长期闲置不用，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针对这种情况，应尽快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那些征而不用 

的组织和部门实施处罚，对超tt{用地期限仍使_士地闲置的，要 

给予警告和罚款，经处罚后仍使土地闲置的，要无条件地收回。 
因此，要认真研究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处罚条文和收回程序， 

规定和明确处罚机关、执行机关，收同条件，收凹程序，收回后 

如何处理等 ，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土地征用中能否优先考虑失地农 

民的根本利益，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严肃的政治 

问题，为此锊级党委、政府和州关部f J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牙任编辑：杨柳_J月 

[收稿日期]2oo6—10—16 [
作者简介】刘琼荚，女，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旅经系经济学剐教授；孙 ，立．1I】 乐山 蠡党校始济 刚教授。 

5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新论)2OO6．5 

据调查，游客对乡村旅游点的评价普遍较高。其中认为景 
区旅游接待条件“好”和“很好”的占72．2％，对景点消费价格 
的满意度达64．9％，游客评价景区服务“好”、“很好”的占游客 

总数的76．8％，评价景区环境“好”、“很好”的占游客总数的 
75．9％，评价景区住宿“好”、“很好”的占游客总数的82．6％， 

评价景区餐饮“好”、“很好”的占游客总数的75．8％，评价娱乐 
项目“好”、“很好”的占游客总数的78．8％，评价景区外部交通 

“好”、“很好”的占游客总数的70．8％。 

(四)旅游经营者状况 

1．经营各具特色，服务内容多样。乐山市乡村旅游点普遍 

以农业资源为载体，旅游业经营为实体，家庭式个体经营为主 
要方式，各乡村旅游点又有自身的经营特色。主要以农村自然 
风光，花卉、花果、园林等特色农业吸引游客上门观光、休闲、娱 
乐；个别以特色餐饮、文化活动招徕游客，如乐山市中区古桥大 

酒店和沙湾大自然度假村突出地方餐饮特色。大部分乡村旅 
游点同时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棋牌、茶座、练歌、垂钓、农技、 
美术、儿童娱乐等旅游配套服务，满足各种游客的需求，使游客 

在回归自然的体验中愉悦身心，增长见识。 

2．经营时间长(一年以上占77．3％)，经营方式以自建房家 
庭经营为主(占经营者总数的85．7％)，所聘用的工作(服务) 
人员主要来自家庭成员(占72．7％)，其次是当地居民(占22． 
7％)。 

3．经营规模较小。最多可以接待游客在5O人以下的占 

18．2％，50—1O0人的占27．3％，100—200人的占36 4％ ，200 

人以上的占18．2％。经营者的年营业额在2万元以下的占52． 

4％，2—5万元占23．8％，6—10万元占14．3％，10—20万元占 

4．8％，20万元以上占4．8％。 

4．旅游经营效益显著。各乡村旅游点在经营旅游服务的 

同时积极推销花卉、花果农作物产品。既降低了经营风险，又增 

加了农作物附加效益。统计表明，旅游经营效益约占总收入的 

80％以上，大大超过了农作物的经营效益。经营者认为自己的 
经营状况“好”和“很好”的占27．3％，“一般”的占59．1％， 
“差”的占13．6％。 

二、乐山市乡村旅游存在的主耍问题 

1。在经营理念上，还停留在特别看重菜品味道和价格，而 
对于旅游接待地吸引游客至关重要的一些因素：特色(农 家风 

味)、环境(人居环境)、服务【服务水平)却没有放在重要位置。 

经营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餐饮和娱乐为主，两者占96．4％， 

特色单一，千篇一律。经营者乐意在主体建筑上花钱，而不愿 
在治理、美化环境方面下功夫，乐意在量上投入，而不愿意在经 

营特色、服务质量上花钱。主张少投入，多产出，采购质劣价低 
的商品欺骗顾客：目光短浅的“井底意识”还表现在不愿走出本 

地去做比较，学习别人的先进管理经验的要求不强烈；“单兵独 

战”的多，团结协作，致力于树立整体景区形象的意识不强。 
2．在招徕客源上，宣传促销意识不强，促 销手段单一。大 

多数乡村旅游点对促销认识不够，投入不够，采用最多的是发 

传单(或发名片)和游客的171碑相传等传统促销手段，主动宣传 
和参加集体促销的意识和要求不强，这很难适应旅游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的新形势。 
3．旅游特色文化含量低。特色是旅游的灵魂，文化是旅游 

的基础。全市具有乡村文化特色，特别是农业文化的乡村旅游 
点很少，多数只能提供棋牌娱乐、品茶聊天等单调的活动内容， 
无特色文化(餐饮、农业等)作为支撑，缺乏旅游市场竞争力，很 
容易被激烈竞争的旅游市场所淘汰。 
4．游客消费水平偏低。由于产品的档次和消费者经济水 

平的限制，与成都市郊乡村旅游点相比，我市大部分乡村旅游 

点人均消费都不高，一般的乡村旅游点消费仅1O一2O元／人次 
(占47．9％)，少数乡村旅游点不足 1O元(占25．9％)。因此， 
影响了部份经营者的经济效益，调查中，认为自己的经营状况 

很好和好的占27．3％，一般的占59．1％，差的占13．6％。 

三、对发展乐山市乡村旅游的几点建议 

1．以政策为导向，鼓励发展乐山乡村旅游。政府应采取积 

极的措施支持乡村旅游发展。 

首先，制定我市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总体规划，编制高质 
量的旅游规划和凸现特色的创意策划项目，以不同资源结构优 

势为依托，发挥现有旅游景区点的辐射作用，开发形成大规模 
的乡村旅游区，如以乐山大佛景区为依托的水域风光乡村休闲 

旅游区、以峨眉山景区为依托的绿色生态乡村休闲区，等等。 
其次，鼓励民营经济投资乡村旅游市场，在土地转让、租 

赁、出售等方面给予外来投资者优惠政策扶持，引进大额资金 
尽快建成一批上规模档次的乡村旅游示范点。 

再次，积极引导现有乡村旅游点通过合并、合资、合作等方 
式，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点的硬件设施，提升服务水准。形成 
经营主体多元化、规模档次多样化，充满活力的乡村旅游市场， 
满足大、中、小城市不同消费者的需要，增强乐山市乡村旅游点 

的整体竞争力。 
2．加大宣传力度，打造旅游精品，突出“品牌化”经营，促进 

乐山乡村旅游快速发展。品牌是企业经营的核心，也是实现效 

益最大化的必然途径。乐山市乡村旅游点要改变等客上门的 
经营模式，充分利用乐山市“名山、名佛、名城、名人”的效应，依 

托乐山大佛——峨眉山这一世界品牌，创建具有乐山市本土特 
色的乡村旅游点，或突出“佛文化”底蕴，或突出“经典名食”，或 
突出“人文氛围”、或突出“自然生态”，打造出一批在省内、国内 

乃至国际上叫得响的乡村民俗旅游品牌。转变“酒好不怕巷子 

深”的经营观念，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到成都、重庆等周 
边城市促销，借助我市旅游企业多年旅游营销的网络，以精致 
绝伦的旅游产品、质优价廉的人文服务吸引中远距离游客。抢 

占民俗旅游市场的先机。 

3．改善基础设施，提高乐山乡村旅游的接待能力。解决 

“可进入性差”的问题。在保护当地生态不受破坏的原则下，根 

据不同客户群体的要求，设计专门的与当地环境协调的旅店、 
农届及小型娱乐场、购物店等，使游客进得来，住得下，玩得愉 

快，走得高兴。 
4．创新乐山乡村旅游投融资体制，优化乐山乡村旅游发展 

环境。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休闲形式，有其特殊发展 
规律和经营模式。要让农民一家一户在实践中去摸索经验需 

耗费太大的成本，容易动摇经营者的自信。对政府而言，自发 
的、分散的、粗放的小农个体私营形式的经营，其产业意义不 
大；对大众游客而言，没有特色、规模，管理不规范的旅游目的 

地是没有吸引力的。因此政府在旅游经济发展中要起主导作 
用，要成立区域协调机制、长效管理机制、创新投融资体制，对 

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发展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 
在投融资方面，单靠农民自身资金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要大力拓展投资渠道，形成以企业投资为主，鼓励民营资 

本投入，努力吸引内、外资，形式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如旅游所 
在地的村集体入股。农户以山田或住宿入股等等。坚持旅游资 
源所有权、管理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租赁等方 
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旅游项目的开发与建设。 
5．大力培养高素质的乐山乡村旅游管理人才。只有好的 

人才队伍才能产生好的创意、好的策划和高水平的管理。可以 
组织人员到大专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进修培训或组织相关人员 

到外地成功景区参观取经，还可以组建专家智囊团，“借脑引 
智”；普通的导游及服务人员可以让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农村 

青年通过职业培训，持证上岗。 
总之，通过各种措施提高整个区域的旅游经营管理水平， 

促进乡村旅游业持续、健康地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将成为2 世 
纪都市人的主要休闲度假方式。 

责任编辑 ：秦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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